
“后街经济”，打开城市商圈
的“另一面”。从功能定位看，后
街是主街功能的延伸、拓展与互
补，二者是共享客流而非争夺客
流、是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唯有以后街“烟火气”弥合主街

“商业味”；以后街“慢生活”调节
主街“快节奏”，积极实现从“单一
消费”到“多元的文化与空间消
费”，才能更好实现城市商圈的
优化升级，进而共同构筑起大都
市中心区的完整商业生态系统。

——南方日报：《“后街经
济”走向前台》

其实，许多游客并非观展
的行家，“打卡式观展”的过程
也是对展品慢慢消化的过程。
不论是“沉浸式观展”还是“打卡
式观展”，都是为了感受其艺术
的魅力和价值，提升自己的审美
能力和文化素养。而要真正看
懂一件展品，也非一蹴而就，需
要通过对不同展品的对比品鉴，
不断积累相关知识，才会慢慢理
解一件展品背后深邃的艺术内
涵，发现一件展品的独特魅力和
价值。因此，我们不妨以开放、
包容的态度看待“打卡式观展”。

——东方网：《不妨以开放
态度看待“打卡式观展”》

濠南
夜话

果蔬销售疏导点
彰显城管善治大智慧

□知新

保护生态环境当人人有为
□鹰远

8月14日下午，一场主
题为“共护一江水 生态益
起行”的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在滨江公园举行。长航公
安南通派出所、水上消防支
队、天生港镇街道通燧社区
等单位的志愿者们，通过开
展专题宣讲、签名承诺等方
式，引导更多人提高生态文
明意识，积极参与到生态环
境保护中来。

（8月16日本报2版）

实践证明，生态环境需
要大家共同维护，凝聚每个
人的小善举，就会换来社会
文明的大进步。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志愿者
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值

得肯定。
当然，推动和引导公众

参与环保事业，还需要加大
环境保护知识的普及力度，
让公众从思想上认识到——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同时，以
法律制度开路，创造条件引
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充分
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
监督权和参与权。

另外，要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激励机制，进一步
激 发 公 众 参 与 的 内 生 动
力。除了通过经济手段激
励公众参与环保行动外，还
应充分运用精神层面的激励
机制，提升居民参与的积极
性。对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
重大贡献的公民或组织授予

荣誉称号并加强宣传，以调
动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
性，激发其长期持续地参与
生态环境治理行动。

众力并则万钧举，人心
齐则泰山移。争当生态文
明理念的模范践行者，需要
我们每个人积极涵养生态
道德，将生态价值观根植于
心、付之于行。总之，公众
参与程度越高，生态环境保
护就越有力。在我国当前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背景下，推动和引导公众参
与环境保护，构建生态环境
保护社会共治格局，既是保
障公民权利、推动法治建
设，也是确保环境决策科学
透明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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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请多些“床边结算”的温馨服务
□郝冬梅

“5 分钟就办好了出
院手续，真是太方便了。”
8月 12 日，在南通市一院
住院的患者陈女士在病房
门口就拿到了出院发票、
费用结算清单，成功办理
了出院手续，就连出院带
的药也直接送到病房，她
惊喜地表示，“现在不用
跑窗口，直接在病区结
算，结算完就可以直接回
家了。”

（8月15日本报4版）

住过院的患者，以及陪
同住院的患者家属，都有这
样的经历：在需要出院的时
候，办理出院手续比较繁
杂，一个出院手续办下来，
不仅已经是一身汗水，而且
往往需要耗时很长。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
可化解“出院到处跑”的问
题？南通市一院推出的“床
边结算”模式，就巧妙化解
了这种尴尬。都说服务无
止境，就是这个道理。眼下

是一个信息社会、是一个科
技社会，完全可以实现“让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而这就需要更多类似于“床
边结算”的服务创新。

“床边结算”的模式，本
质上是让服务“多走两步”
让群众“少走两步”。群众
少走的只是“几步路”，却能
让 涉 事 单 位 赢 得“ 好 口
碑”。请多些“床边结算”的
温馨服务，“办手续不要到
窗口”，推开的是心门。

沦为摆设的母婴室

近日，中青网记者调研发
现，在一些大型购物中心设有
母婴室，但是标记不明显，不易
被发现。在一些地铁站等场所
的部分母婴室重建轻管，卫生
条件、环境和设施不尽如人意，
私密性较差，个别母婴室被上
锁，沦为摆设。你怎么看？

@杨李喆 母婴室的设施
损坏未维修、室内长期未通风
有异味、有的母婴室里满是杂
物……这些，与监管不力不无
关系。

@李雪 建好用好母婴室，
不仅是对母亲和孩子的关爱，
更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尺。

@杨玉龙 母婴室具有公益
属性，建设成本高，相关监管部门
涉及交通、卫健、商务等多个行政
机关。而唯有形成监管合力，才
能有效避免乱象的出现。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昨天，怡园自产自销疏
导点正式投入使用后，菜农
高美珠终于放了心，“有了
正规免费的疏导点，做生意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8月16日本报3版）

小小果蔬摊，在城市角
落里虽不起眼，却承载着菜
农厚重的生计。对菜农进城，
一直处于“两难”的尴尬：让
菜农进城，随意摆摊、阻碍
交通、乱扔果皮等现象随处
可见，而且不少流动摊点在
小区内“打游击”，管理起来
很难，居民意见也大，并与
城管玩起了“猫捉老鼠”的
游戏；如果一刀切“围追堵
截”在城外，市民吃不到新
鲜的果蔬，菜农的心血和投
入也会泡汤，自然会落得个

“双输”局面。

其实，城市管理与菜农
卖菜，两者并不矛盾，也并非
不能调和。设立果蔬销售疏
导点，就是一招多赢的妙棋，
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一是
方便了市民买菜购物，二是
有利于城市管理。再者，有
效整合有限的城市资源，按
图索骥买菜卖菜，也能打破
菜农与市民“各顾各的”，将
原本无序的市场行为纳入有
序的管理之中。

在城管和小贩纠葛不
断的当下，果蔬销售疏导点
的诞生，找到了一个可以中
和平衡各方诉求的节点，让
卖菜不再打“游击”、买菜更

“惬意”，同时也有效促进了
城管和菜农的和谐关系。

城市，容得下一个果蔬
摊，也管得好一批菜农，这
考验的是行政智慧。毫不

讳言，果蔬销售疏导点展现
的，就是城管部门全新的城
市管理和服务理念，与“鲜
花执法”“微笑执法”一样，
都闪烁着“为人民服务”的
群众观。

当然，设立果蔬销售疏
导点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去
除僵化的管理思维，将城管
的指导思想、管理原则、执
法方法，真正建立在摊贩和
市民“赞成不赞成，高兴不
高兴，答应不答应”之上。
事实上，只要实现权力“减
量”、服务“增量”，用心用情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很多城
市管理中的“难”“乱”等问
题定能迎刃而解。

高校对外开放

近期，大学校园是否应对
公众开放、入校参观需求高涨
催生“黄牛”等问题，引起外界
广泛关注。8月15日，广东省
教育厅上线广东民声热线对该
问题作出回应称，大学校园是
公众资源，应该尽可能对外开
放。后面，广东省教育厅会下
发通知，指导各高校安全有序
地面向社会开放。

（8月16日澎湃新闻）

有序开放应是标配
□木须虫

推动大学开放，不仅要求
大学顺应社会期待，转变观念，
增强开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同时也要求高校行政主管部门
将大学开放纳入高校的管理与
评价体系，将校园开放变成大
学的标配。

社会也应当理性看待大学开
放。大学毕竟是教育和学术研究
的重要场所，有别于普通的公共
场所，更有别于景区，社会应当对
必要的限制予以理解和尊重。特
别是那些重点知名高校，即便是
预约开放，很多时段都无法满足
所有游客参观访问的需求。与此
同时，监管执法机构亦需加大对
线上“付费入校”的惩治力度，支
持大学有序开放。

同时，社会还需要增强文明
参观访问大学的理念，自觉遵守
校园秩序、保护校园环境，让文
明成为大学开放的通行证，消除
大学开放的顾虑与阻力。

这不应是道选择题
□汪昌莲

市民热衷于在高校游览，
除了满足好奇心之外，还有一
份对大学的美好憧憬。而大学
拒绝市民及社会车辆入内，表
明大学与市民之间仍存在文化
隔膜，需要双方进行相互交流
和沟通。

笔者以为，“高校对外开
放”，不应是一道选择题，而是
一道问答题。开放的大学，才是
最美的，才是城市的人文胜
景。大学属于师生，也属于所
在的城市，更属于全国大众。
任何时候，自我封闭都是解决
问题最坏的办法。大学师生不
妨以自己的执着和真诚试着去
打动市民，改变他们乱丢垃圾、
大声喧哗甚至举止粗俗等不文
明的习惯。一个开放的大学，
只会让人更尊敬。打开校门，
让大学融入城市，与城市一起
进步成长。也许若干年后，市
民入校园，不但不会成为大学
的烦恼，还会成为大学扮靓这
座城市的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